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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旦 、净 、
丑，粉墨登场；唱、
念、做、打，各具特
色。京剧凭借其悠
久历史与艺术价
值被誉为“国粹”，
是积淀了民族审
美习惯与文化传
统的艺术瑰宝。如
今，华侨华人带它
漂洋过海，在海外
唱响国粹之声，传
播京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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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弟子白发新”——

他在温哥华唱响京剧
杨 宁 张佳妮

中式茶香万里飘
睿 加 陈思扬

近日，位于福建省福州
市长乐区的闽江河口湿地迎
来大批迁徙的珍稀候鸟。

闽江河口湿地是候鸟迁
徙重要通道以及众多珍稀濒
危鸟种的栖息地，每年在此
迁徙停歇的水鸟数量超过 5
万只。

魏培全摄 （新华社）

候鸟迁徙候鸟迁徙

旅法侨界举办喜迎亚运交流会

近日，旅法侨界举办“之江同心，喜迎亚运”巴黎
交流会，旨在迎接即将到来的杭州亚运会。法国华
侨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陈岚、中国驻法大使馆领事
侨务参赞万磊、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蔡君柱与旅法
14个侨团代表出席活动。

当天，欧洲时报视频组为旅法侨界代表录制了
预祝杭州亚运圆满成功的专题片。法国法华工商联
合会会长戴友安表示，本届亚运会的举办对提升海
外华侨华人的形象十分重要。

参赞万磊在致辞中对本次活动的意义给予充分
肯定。蔡君柱在致辞中说，广大旅法华侨翘首以盼
亚运会的召开，相信这场盛会将带来全新的感受和
体验，推动中国与世界在体育文化交流方面进一步
合作与交流。

（据中新网）

旅意北部青田同乡会换届大会举行

近日，旅意北部青田同乡会第七届换届庆典大
会在帕尔马会展中心举行，章明当选第七届会长。
中国驻米兰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张凯斌、青田县委书
记林霞、帕尔马省长马萨里及各界友好人士逾400人
出席活动。

青田同乡会第一常务副会长张荣伟致欢迎词，
对社会各界一直以来给予旅意北部青田同乡会的支
持和帮助表示感谢。章明在就职讲话中感谢中国驻
米兰总领事馆、家乡政府、米兰领区各兄弟侨团对
旅意北部青田同乡会的支持和帮助。

（据中新网）

纽约华人社区成立巡逻队

近日，为保护华裔商家不受窃贼侵扰，纽约布
鲁克林羊头湾华人居民和商家组成“本地社区巡逻
队”，与纽约市警61分局警员在当地华人商业圈展开
巡逻工作。

团队负责人陈丽娜表示，目前巡逻队将会不定
期在社区展开巡逻，每周三到四次，且会将收集到
的意见在与61分局举行的会议中提出反馈。

（据中国侨网）

马来西亚华社公祭叶亚来

近日，马来西亚纪念甲必丹叶亚来公祭仪式举
行。隆雪中华大会堂副会长陈治年、马来西亚吉隆
坡、雪兰莪地区多个华人社团和多所华文独立中学
师生参与。

叶亚来原籍广东，青年时赴马来西亚谋生。他
曾长期担任吉隆坡甲必丹 （侨民首领），被认为是吉
隆坡开埠和建设的重要功臣。公祭仪式上，嘉宾向
叶亚来上香、献茶、献酒及献祭牲品花果表示纪念。

陈治年表示，叶亚来体现了华人先辈刻苦耐
劳、勤俭创业的精神。同时他也希望，通过纪念亚
叶来的活动，肯定其对吉隆坡开埠和建设的贡献，
以免后人淡忘其贡献。他还积极主张不同族群友好
相处、共同合作，为后人“树立榜样”。

（据中新网）

热爱从一而终

台湾著名京剧艺术家夏元增出生在
京剧世家，父亲、伯父等皆从事京剧表演行
业。耳濡目染下，对京剧的热爱在夏元增心
中生根发芽。在戏校学戏的时光、同窗的陪
伴鼓励、老师的谆谆教诲，夏元增至今仍
会怀念。

艺术就是功夫，功夫需要钻研。作为传
承至今的国粹，京剧对身段、唱腔、步法的
要求极高。要想成为一名好的京剧演员，需
要付出无数汗水、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
苦。跑圆场、压腿、踢腿、拿顶、吊嗓是最基
本的功夫，而这样单调且艰苦的日子至少
要持续8年。

“学京剧是很苦的事情，尤其是男孩子
要经历变声，一旦嗓子变得不好，就再也没
办法唱戏了。”夏元增说。

尽管“坐科学戏”痛苦且枯燥，夏元增
仍乐在其中。8年内，除专攻文武丑外，夏元
增还长期担任学生助教一职，广泛了解和
学习其他行当的专业技能。

由于表演出色，夏元增数次去往美国、
韩国、日本等多国演出交流。把京剧带向世
界的想法也逐渐在他心中发芽。“京剧是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能
够很好地诠释国家文化自信，用京剧把中
国故事、中国文化唱给世界，我愿意，也骄
傲。”夏元增说。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夏元增对京剧的
热爱从未改变。“夏老师今年已经快 80 岁
了，京剧对他来说是不能割舍的一部分。他

爱好并专注于此，直到今天仍在不断学戏、
教戏、排戏、唱戏。”同为京剧演员的妻子李
洁翎说，“京剧就是他的生命。”

1993年，夏元增一家移民至加拿大温
哥华，发现当地京剧并不盛行，只有一家
业余票友社。夏元增便在当地传播传统京
剧，如今，京剧已逐渐在温哥华生根。

传播京剧艺术

起初，夏元增与外国人合作进行戏剧
表演并在当地剧社做戏剧指导。后来他将
戏剧拍成短片到当地学校进行宣讲，为孩
子们带去寓教于乐的学习体验。“外国小
孩对京剧非常感兴趣，不仅积极参与互
动，结束以后还会给我们写卡片表达对京
剧的喜欢。”夏元增说。

2013 年，夏元增在朋友的建议下创办
夏元增京剧研习社，希望能进一步弘扬京
剧文化。在研习社，夏元增培养了无数零基
础的京剧爱好者上台表演。

“毫不夸张地说，温哥华几乎80%的学校
我们都去过。”夏元增表示，“要想让京剧走
出国门，吸引更多观众，就要让当地人了解京
剧。”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西雅图的一次
教学后，当地有个男孩对京剧十分痴迷，向
学校申请来研习社继续学习《三岔口》。在夏
元增看来，“这说明越来越多人想要了解京
剧、走近京剧、学习京剧。”

2015年，夏元增带着研习社众人回台湾
演出，现场座无虚席、掌声如雷。“第一次到
台湾演出，成员们都十分兴奋。没想到紧锣
密鼓排练两天后，所有演员集体失声。后来

经过医生的急救，才能成功登台表演。”夏元
增说，“演出结束后，观众给了我们很高的评
价，我非常开心和自豪。”

4 年后，夏元增携研习社成员登上温
哥华小女皇剧院的舞台进行演出，收到温
哥华当地观众的一致好评，还被当地报社
报道宣传。这次表演给了夏元增极大的信
心与鼓励，他表示：“这次表演机会十分珍
贵难得，代表着京剧正在慢慢走进温哥华
主流社会。”

研习社成员们在互相学习、彼此交流的
过程中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所有的
学生和我都是朋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
习、交流。”夏元增说。演出之外，大家也会组
织团建活动，而无论什么活动，成员们都会
带着麦克风，京剧于他们而言已是必不可
缺的项目。

由于温哥华当地京剧专业演员稀缺，
举办一场京剧表演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没有专业的京剧伴奏，演出用的音
乐全由夏元增自己动手制作。加上租借场
地、服装等，一场演出下来费用极高。“但看
到演出能为华侨华人带来慰藉，且能促
进京剧的传播，我还是十分欣慰的。”夏元
增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会继续向
前走，努力传播京剧艺术。”

守住灵魂之美

“唱念做打”的四功、“手眼身法步”的
五法、“生旦净丑角”的行当划分……传统
京剧表演无一处不精雕细琢，无一处不规
范凝炼。在夏元增看来，京剧的灵魂之美

便在于此。
在温哥华 30 余年，夏元增始终坚持用

中文进行表演。“腔调、身段与肢体语言非常
重要。”夏元增表示，“艺术无国界。就像我
们看外国电影一样，虽然语言不通，但仍能
感受到作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

他曾与外国人合作将“庄周梦蝶”改编
为《蝴蝶梦》在温哥华演出，15 场表演场场
座无虚席。“演出时偶尔配有英文字幕，大部
分时间没有，但这并不影响观众观看，他们
能明白我们在演什么。”夏元增说。经过千锤
百炼、去芜存菁的唱词、念白、做工打斗超越
国界、跨越语言，唱进每一个观众心中。

对于在海外生活的华侨华人来说，京
剧是家乡的象征、文化的符号。30 多年来，
研习社“迎接”过很多妈妈，她们把自己的
孩子送到这里学习京剧。经过一段时间学
习后，“我们发现，这些孩子自己对京剧的
兴趣并不浓厚，只是父母想让他们了解更
多中国文化。”夏元增说。当地许多老一辈
华侨华人更是研习社的忠实观众，“他们不
仅每场都来，有的甚至可以跟着唱两句。”
在夏元增看来，“京剧作为中华文化的代
表，对华侨华人来说意义非凡。京剧给他
们带来的是灵魂上的共鸣和慰藉”。

“但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夏元增说，
“希望政府和学校多参与，从小培养学生对
京剧的兴趣与热爱。我们也希望研习社成
员和朋友们能多拉一些观众来。不管他们
懂不懂京剧，表演总会吸引一部分观众。”

临近研习社成立10周年，夏元增准备
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谈及未来，他表示仍
会坚守传统京剧，在传承与发展中推动
京剧走向世界。

一缕茶香，万里茶道。中国和南非建交 25 年来，越
来越多华侨华人到南非投资兴业。年轻的创二代侨胞在南
非办起原汁原味的中国茶馆，成为两个爱茶国度间的文化
使者。

中国茶饮“本土化”

2022 年底，非洲大陆南端，陕西姑娘赵方和山东小伙
王帅奇的夫妻档在约翰内斯堡创立了南非首家新中式茶
馆，经营茶和传统美食。每逢周末，40多个座位的茶馆内外
座无虚席，各国顾客伴着店里清雅的泠泠琴瑟声，品一盏香
茗，探华夏文化。

在南非拼搏5年，赵方一直跟随父亲经营服装厂，生意
不错。去年，出于对茶文化的热爱，加之观察到奶茶店在南
非的火爆，赵方向王帅奇提出：“咱俩要不要把工厂卖了，做
点儿喜欢的事情？”

备受当地欢迎的红茶、绿茶，主推的白茶、普洱和花茶
……茶馆与庭院里弥漫着茶香，茶香里飘着夫妻俩用心经
营、精心研制的故事。舅舅是资深“茶迷”，赵方便托他在国
内市场仔细搜寻、品尝茶叶，择优寄到南非。除了传统热茶，
在这个“生完孩子就直接喝冰水的国度”，夫妻俩还钻研起
了新式冷萃技艺。

“国外的相关书籍不多，我们只能查询网络资料，不断
尝试并邀请邻居和网络博主试喝。有时茶味太苦，香味出不
来，有时味道又很淡。我们结合他们的意见，多次调整茶、
水、糖的比例，才定下最终版本。”赵方说，“现在，只要天气
不是太凉，顾客都以点冷萃茶为主。”

中式佳肴“国际化”

当赵方和王帅奇将茶馆的创业计划书交给房东时，对
方坚定地告诉他们：“这个项目一定会成功。”

茶馆正式开业前，赵方发布在网上的店面信息吸引了
一名毛里求斯顾客。“这名顾客的夫人是香港人。开业前 2
个月，他就兴奋地反复向我确认开业时间。”赵方回忆，“这
对顾客每周光临，有时一连四五个小时坐在茶馆，与我们品
茶聊天。他对粤语和中餐有些研究，一次吃完我们的菜，竟
肯定地判断出来我们没有放味精。”

夫妻俩精心准备的茶与饭菜让来自南非、泰国、英
国、意大利等国的顾客赞不绝口，茶馆名声渐起，登上
了当地报纸。一名顾客在脸书留言道，用餐时仿佛沉浸
在中国风味的天堂。

“已经有几十个‘网红’过来打卡。顾客说，整个区都在
谈论我们的新中式茶馆。”赵方说。茶馆最初朝九晚五营业，
在客人的要求下，他们延长了营业时间，还开始承接商业会
议、个人展览和西方传统中的新娘贺礼茶会等活动。

不少顾客曾游历中国，对中国美食难以忘怀。有西方
顾客经好友推荐而来，推荐语是“终于发现了一家做给中
国人吃的中餐厅”；有印度顾客用餐后评价说“像我 19 岁
去中国朋友家做客时尝到的味道”；还有顾客吃完油泼
面，回想起在西安出差的日子。赵方听在耳里，乐在心里。
在她看来，“正宗”是对茶馆的最高评价。

中式茶馆“橱窗化”

一次身着旗袍上街，赵方得到的赞美却是“你的
‘和服’真好看”。类似的事让赵方和王帅奇感到尴尬和
失落，也坚定了他们展示国风雅韵、为中华文化发声的
决心。

装修期间，小两口“像蚂蚁搬家一般”，从点心碟、
执壶到茶席、竹帘全部从国内采购，又陈设了古董、民族
乐器和传统服饰。客人光顾时，他们通过沟通了解客人的
兴趣点，将他们领进相应的中华文化领域。

“前几天，10位老奶奶来茶馆聚会。她们的平均年龄
已有80岁，但穿上汉服的那一刻，她们说‘今天我就是中
国公主’。”赵方说，“奶奶们对不同茶的功效、每款茶点的
特征、汉服的年代都很感兴趣，说这次聚会非常特别。”

中国已连续 13 年成为南非最大贸易伙伴国，民间交
往日益深入。不少当地人有喝南非“国宝茶”的习惯，或
曾在与中国的商贸往来间收到茶叶礼品，但他们喝茶多仅
限于“泡开”。赵方和王帅奇不断阅读相关书籍、观看线
上公开课，力求将最正宗的中国茶礼仪、茶文化介绍给顾
客。每当他们用小盖碗配上小茶杯，当地孩子总会被吸
引，跃跃欲试。

“我们经营茶馆的收入远比不上之前经营工厂的收
入，但成就感比赚更多钱更强烈。”赵方说。


